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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还在持续，而春运返程
潮正在到来，各地的返程与返工
渐次启动。如何让在路上和在岗
位上的人都安全，备受关注。

返程高峰怎么防控？省际、城
市交通停运何时恢复？交通运输
部、民航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等有关负责人 30 日对热
点问题作出回应。

返程高峰怎么防控？

30 日中午，杭州东站。部分
旅客戴着口罩、拖着行李箱，接受
车站体温快速筛检后走出出站
口。铁路部门预计，当天杭州东站
到达旅客 6 万人左右，较前几日
开始增加。

节前，铁路累计运输旅客上
亿人次，返乡的人们即将踏上归
途，各类人员密集流动，加强防控
成为当务之急。记者探访多地火
车站发现，出站口都设置留验站，
对全部到达、出发旅客逐个进行
测温。

在 30 日国家卫健委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客运部主任黄欣介
绍，目前全国铁路有 1944 个车站
开展进站测温、2198 个车站开展
出站测温，对体温≥ 37 . 3 ℃的
旅客劝导就医。在列车上发现发
热旅客，也将启动应急处置程序，
果断进行隔离和消毒，尽快移交
前方车站。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铁路、民航部门先后多次出台免
费退票措施。1 月 21 日至 29 日，
全国铁路共办理免费退票 6257
万张。”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
春耕说。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司长朱涛
说，目前，所有机场配备了体温检
测设备并开展健康巡查，一旦发
现发热旅客，按照当地政府防控要求，及时进行妥善处置。为
防止可能的二次污染，民航局要求各机场增添口罩回收专用
箱，做好集中回收和防疫处理。

截至 1 月 29 日，全国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出入口以及客运
站、客运码头等交通场站累计设置了 1 . 5 万处卫生检疫站。29
日当天，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 1351 . 4万人次。

“我们将全力做好返程高峰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吴春耕
说，交通部门将大力推广联网售票，强化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管，
加强车辆技术维护和道路的保通保畅。“我们也呼吁大家科学
合理安排行程，出行过程中要戴口罩，勤洗手，积极配合做好体
温检测，这既是对自己，更是对家人、对他人的关爱和保护。”

省际、城市交通停运何时恢复？

交通运输部最新消息显示，截至 30 日上午，全国省际包
车和发往湖北的省际客运班线已全部停运。16 个省份全面暂
停省际客运班线，28 个省份多个城市暂停或者部分暂停城市
公交线路。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暂停部分交通是有效防止疫情
大面积扩散的重要举措。但大范围、长时间的交通停运也会对
人民群众的出行和生产生活产生影响。

春节假期即将结束，生产逐步恢复。如何保障运输和
出行？

吴春耕说，交通运输部已印发《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交通
运输保障的紧急通知》，强调要坚持属地原则，因时、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依法科学实施交通运输服务防控措施。

其中，对正常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地方，将继续严格要求
地方实施交通运输工地和场地消毒通风，客运服务一线人员
的自身防护和乘客体温检测，长途客运旅客实名登记等一系
列措施。

对于确需新增暂停运输服务举措的，应当报经当地人民
政府或疫情防控领导机构批准后才能实施，并且会同相关部
门配套出台应急运输的服务保障方案来保障重点人群、特殊
群体、重要物资的运输需求。

对于已经暂停运输服务的地区，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
一领导下，科学研判疫情防控的形势和运输服务保障的需要，
坚持依法、科学、精准、有效的原则来研究恢复运输服务的条
件、时间和范围等方案。一旦具备条件，及时组织相关经营者
恢复运输服务。

旅客发热怎么办？密切接触者如何追溯？

铁路、民航部门正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协查车上、机上密切
接触者。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国铁通过实名
售票大数据梳理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间乘
坐火车出武汉旅客大数据信息，分省区市进行了统计并提供
给相应疫情防控指挥部门。

黄欣表示，铁路部门会及时配合协查密切接触者。对因疫
情处置划定为密切接触者的旅客信息，按规定第一时间无条
件提供给地方政府卫健部门，规范流程，安全管理，为及时处
置疫情赢得时间。截至目前，累计有 266 趟旅客列车移交发热
旅客 342 人。

同时，铁路部门会根据国家工作部署和地方政府防控要
求，组织旅客填报健康登记卡，提供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出
站时统一收集，并交地方政府卫生部门。

“我们将对密切接触者持续关注，另一方面，对乘车期间
出现发热状况的旅客进行及时就医等处理。目前已累计配合
协查 200 余批次。”黄欣说。
朱涛介绍，在发放餐食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对旅客进行

体温检查。航空器上如发现有发热旅客，客舱乘务员会建议其佩
戴口罩并询问旅行史，如近期曾去往疫情爆发地，客舱乘务员将
及时按照相关程序报告，通知目的地机场做好处置准备。

他说，通常情况下飞机客舱每 2至 3分钟将置换一次空
气，可以降低病毒在飞机上扩散的可能性。在疫情防控期间，
民航部门将在保证安全前提下，飞行中使用最大通气量，同时
增加对飞机的消毒频次。

此外，民航部门配合做好确诊病人同一交通工具密切接
触者的追溯工作。对在交通工具上出现病例或疑似病例的，按
照要求将乘客信息提交留验站或终到地卫生健康部门；对离
开交通工具后又发现确诊病例的，及时向卫生健康部门提供
病例同舱或同一车厢的旅客信息。

“我们建议相关返程人员从疾病流行的地区，从离开疫情
流行地区时间开始，连续 14 天要进行自我的健康状况检测，
每天做 2 次。此外，社区卫生工作者会和返城人员联络，了解
他们的健康状况。”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 （记者
齐中熙、张辛欣、陈聪、魏玉坤、屈婷、贾远琨、魏一骏）

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

对传染病思想上永远不能松懈
与李兰娟院士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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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1 月 30 日电（记者俞菀、马
剑、顾小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每
一天、每一点变化都牵动人心。1 月 29 日，
“新华视点”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
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她
说，对传染病思想上永远不能松懈。依靠各级
党委政府全民总动员，依靠广大专业的医务
人员，我们一定能胜利。

之前潜伏期的病人目前开始发病

问：疫情发展至今基本脉络是怎样的？
李兰娟：2019 年 12 月，武汉确认出现了

新病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对新型冠
状病毒进行基因测序，使我们对其有了比较
好的认识。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一批人都
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当时武汉相关方面
进行了调查采样。在华南海鲜市场发现的病
毒，与在病人身上发现的病毒一致。

这个病毒比较厉害，人们当初还没有预
测到会这么快速发展。发现传染源、控制传染
源是传染病控制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我们在
武汉发现有 1 个人传染 14 个医务人员的情
况，说明已经存在人传人，所以专家组提出要
严格隔离、消毒。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立即做出了乙
类传染病按照甲类管理的决定。1 月 21 日，
我们到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了一
些建议。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流行病学筛查，
发现传染源，然后进行隔离和医学观察，现在

看来这个手段还是蛮重要的。
问：1 月 28 日，浙江等部分省市的确诊

病例数有所上升，这说明了什么？
李兰娟：之前为潜伏期的病人开始发病。

早期武汉流到全国各地的病人以及留在武汉
的病人都到了发病期，这是高峰来临的一个
阶段，一点也不奇怪。现在，发病的人我们隔
离了，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也调查出来、
隔离起来，以后再感染的数量会明显减少。武
汉“封城”是非常英明的决策。正好赶上春节
人口大流动，只有严格地把武汉控制起来，其
他的地方才会减少发病率。

“四抗二平衡”是救治危重症

患者有效策略

问：现在全国危重病人包括死亡病例还
在不断出现，根据您的临床经验，哪些手段是
有效的？

李兰娟：现在还是轻症病人比较多，但我
认为少数病人会变成重症甚至危重症病人。
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抢救非常重要，只要有效
降低病死率，老百姓就不会恐慌。

为了降低病死率，浙江把所有重症、危
重症病人都集中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感染病科的病房。因为浙大第一医
院感染病科是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研究中
心，也是国家传染病诊治重点实验室，有比
较强大的一支队伍和比较丰富的传染病防
治经验。

我们把原来治疗 SARS、H7N9 的经验
都用上了。在 H7N9 防控中，我们联合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包括香港大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等，5 天就锁定了新的 H7N9 禽流感病
毒。锁定传染源后，政府很快采纳我们的意见
关闭了活禽市场，新发感染就慢慢降下去了，

当时病人的情况比现在要严重。我们当时提
出了“四抗二平衡”的救治办法。

问：“四抗二平衡”是否已经投入到目前
重症病患救治中？

李兰娟：是的。所谓“四抗”，第一是抗病
毒。我们发现，早一天进行抗病毒治疗，重症
率就会下降 10%，病死率下降 13%；第二是
抗休克，要补充盐水；第三是抗低氧血症，我
们发现“李氏人工肝”有效；第四是抗继发感
染，早期用抗病毒治疗，到后面一旦有继发感
染的时候再用抗生素。“二平衡”，即维持水电
解质、酸碱平衡以及维持微生态平衡。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危重症病
例，“四抗二平衡”非常有效。对呼吸衰竭、肺
部炎症明显增加、有细胞因子风暴的危重症
病人，应用“李氏人工肝”治疗是有效的。1 月
28 日白天我到病房，发现有几个危重症患者
病情发展比较快，连夜进行了人工肝治疗。
29 日早上，患者的情况就比较平稳了。

起码 3 个月才能证明疫苗有效

问：您此前曾公开表示我们离拥有疫苗
已经很近了，到底有多近？公众什么时候可以
打上疫苗？

李兰娟：研发疫苗第一步是要获得病毒
株。目前，我们已经分离到了五株病毒，其中
有两株非常适合于研发疫苗。分离到种子株
之后，还要把种子株的病毒在细胞中培养，
让它长到一定的量，这就需要一个多月。大
量的细胞病毒拿到了，还要进行灭活，并对
它的免疫原性如何，能不能预防、有没有效
果、有没有毒力、会不会造成新的感染等开
展实验。

如果免疫性很强，也没有很严重的对人
的损害毒力，我们要提交给国家评审中心，中

心拿疫苗做动物实验。动物实验安全后再在
人身上做一期、二期研究，后面的过程最快速
度估计也要一个半月。所以，加起来最快速度
要三个月才能证明疫苗有效。不过，只要得到
相关部门批准，生产还是很快的。

对传染病思想上永远不能松懈

问：从人类历史上几次造成重大损失的
传染病疫情来看，我们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李兰娟：只要地球上还有病原微生物，传
染病永远可能发生。许多老的传染病，像天花
等基本被我们消灭了，但新的传染病还会不
断发生，像之前的 SARS 、埃博拉病毒、
H7N9，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SARS发生时，我们国家疾控队伍还不
完善。SARS之后，我们要求所有县以上的医
院都要设感染科，都要有发热门诊、肠道门
诊，这些对控制传染病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既有教训，也有体会、经验。
对待传染病，第一，永远思想不能松懈，永远
要记得传染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第二，传染
病防治这支队伍不能歇着；第三，国家 16 个
重大科技专项中，医学传染病重大专项这十
年来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问：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哪些生活习惯需
要反思？

李兰娟：我觉得个人卫生习惯永远非常
重要。传染病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消毒，保
持公共卫生环境。身心健康也非常重要，要有
一定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无论是 SARS 的时候还是现在，可能传
染源都来自于野生动物。所以希望所有人不
要吃野生动物，大家要管牢嘴巴，而且要坚决
取缔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国家已经有的法律
执行要严。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14 岁女孩写给医生父亲的一封家书

本报记者周甲禄、喻珮

“流感突起，肺炎逼至，想父亲安康？……
您于院中应多加留意，谨防传染。吾坚信没有
一个冬天不可逾越，病毒肆虐的当下，亦如
是。”

一个 14 岁的女孩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医生父亲写了一封家书。她已经好多天没见
到爸爸了。

这个女孩叫孙婉清，人如其名，温婉可
人、清新淡雅。生着一双和父亲一样清澈的眼
眸，和母亲一样挺拔的鼻梁。

她是一名中学生，成绩优异，聪明伶俐。
在疫情肆虐的当下，她的处境与同龄人有些
不同，因她的父母都是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
者，她有时被迫独自“留守”。

言为心声。用文言写成的 200 余字的家
书，传递着孙婉清对父亲深情的问候、温暖的
鼓励、迟来的歉意，以及对战胜这场疫情坚定
的信心。

女儿最珍贵的祝福

快乐与健康，是孙婉清对父亲孙鹏最质
朴的祝福。

“提笔时，我已经有一周没见过父亲了。”
孙婉清 29 日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其
实是一幅拜年帖，为了写好这幅帖她从除夕
前两周开始酝酿，甚至改了好几稿。

孙鹏在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急诊科和
发热门诊工作，疫情发生后，他为方便工作，
也怕给家人带来传染风险，就在医院旁租住，
不能回家。

除夕前两天，父亲因为给家中年迈的奶
奶送药，终于得空回家吃了一顿饭。“但是那
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交流。我给爸爸盛了
饭，他就端着饭到门口过道去吃，他怕传染给
家人。”孙婉清说。

那一次短暂的见面，孙婉清像家长一样
嘱咐爸爸——“多戴两层口罩，注意身体，勤
洗手，少吃外卖多做饭。”

那天，她已经写好的拜年帖就放在书桌
上，爸爸甚至都没有机会走进她的房间，询问
她的近况。

虽然身处隔离病房，但是孙鹏只要有空
就会和家人联系，也会想法儿逗女儿开心。

24 日晚近 8 点，除夕之夜，孙鹏暂时处
理完手头的工作，得空给妻子张清发来一张
合影—— 8 名医生身着防护服、口罩、护目镜
三重防护，他让女儿猜猜哪一个是自己。

孙婉清说，她很快就辨认出了爸爸，她得
意地放大图片，指着右上角的那个仅双眼可
见的医生说：“这是爸爸，因为只有他的眼镜
框是方形的。”

随后，孙鹏又发来了一张 8 名医生的背
影照片。为了方便工作，医生们的防护背面都
互相写下了大大的姓名，以方便辨认。他以这
种方式告诉女儿“答案”，并附上一个开怀大
笑的表情。

心细如发的女儿常常识破父亲善意的
谎言。

孙婉清说，除了工作上的安危，她最担心
的是爸爸有没有按时吃饭、休息是否充足。

每天下午五六点是她与父亲定时通话的
时间，她总会问爸爸“吃饭了吗？吃的什么？”。
孙鹏有次回答“吃了，吃的圆子、青菜……”

“一听就是撒谎，因为他说的是‘青菜’，
而不是具体的菜名。”孙婉清说，这和爸爸一
贯严谨的作风不符。但是她并没有揭穿爸爸，
她帮不上忙，亦无法分担。

“我以前觉得医生这项工作挺好的，有时
和爸爸一起走在路上，有人认出他说‘孙医生
谢谢你’，觉得挺自豪。现在觉得真的挺累的，
选择医生这个职业，非常伟大。”

孙婉清生长在双职工的医生家庭，从小
耳濡目染，在她的眼里，医生必须严谨负责，
“错，就是一条生命”。

随着全市医院的扩容和收治的肺炎病人
越来越多，协和医院麻醉科医生、孙婉清的母
亲张清随时待命。

张清看到女儿信中“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这句话有些意外，因为这是他们医学生誓
言的开头语——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决心竭尽全
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
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

2０多年前，张清踏入医学学府时宣读的
誓言犹在耳畔。耳濡目染，女儿竟将这个誓言
也记在心里。此刻重温这句誓言，张清心潮起
伏，激动难平。“许多年来的细细体味，一点点
明白这托付有多重，以及为这份承诺要付出
多少。”张清哽咽。

爸爸爱我多一点

大年初一，孙婉清决定将这份隐藏多日
的小秘密公布于父亲，她一早就把这幅写得
工工整整的家书拍照给父亲看，以示新年的
问候与祈愿。

“写得真好看！”没过多久，父亲就回
复了。一句由衷的称赞、一个竖起的大拇指、
一个笑脸，这是平日里不善表达的父亲最外
露的夸赞。

“爸爸用了一个‘真’字，这已经是莫大的
表扬。他平时总说字如其人，女孩子字要写得

端正、要大气。”孙婉清心里乐开了花，她悄悄
跟记者说，“我事先临摹了字帖，带着这个感
觉再去写拜年帖。”

孙鹏紧接着给女儿发来了一个红包，标
注“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红包 200 元，已经挺多了。去年 5 月 20
日，他只给我发了 5 . 2 元的红包，给妈妈发
了 520 元。”孙婉清眉眼弯下来，但是爸爸说，
那是因为“爱我多一点”。

孙婉清记得很清楚，那是去年 6 月份，下
午 5 点放学的她等着爸爸来接她跨越武汉的
两个区上一堂舞蹈课，然而却迟迟看不见爸
爸的身影。

晚上 7 点多，天色慢慢暗下来，爸爸终于
赶到学校门口。“为什么这么晚？”孙婉清质
问，“算了，今天不上课了！”

孙婉清非常沮丧，她学习了 10 年民族
舞，她很期待这堂课。她委屈地哭了。

孙鹏一言不发。他没法和女儿说明，临到
下班，急诊室里又接诊了一位情况危急的
孕妇。

孙婉清说，爸爸平时和自己交流比较少，
工作繁忙又劳累。爸爸的心里总是装着病人，
常常听他唠叨着“今天某某病人来看小病症，
被我发现了癌症；还有某某病人，他来找我复
查，情况好转”……

听得越来越多，见得越来越多，孙婉清逐
渐理解爸爸的难处。最近她又想起爸爸不得
已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当病人跪着抱着
你的腿、求求你救他，那一刻你怎么能离开？
这就是性命相托。”

婉清用这封信表达了对父亲职业的自豪
和对父爱的理解。

孩子一下子长大了

张清随时就要上抗疫战场，她很担心小
婉清不能好好照顾自己，会感到孤独、恐惧。

她跟记者说：“这个冬天确实很难过。除

了生活学习上的合理安排，我希望女儿能战
胜内心的孤独和恐惧。”

孙婉清却已经做好准备，她告诉记者，她
将把大量独处的时光交给诗书与墨香。

记者看到，客厅一侧的书房内，四开门的
书柜占据了一整面墙壁，除了少数的学术期
刊、学术会议资料，几乎全都摆放着婉清的读
物——《瓦尔登湖》《昆虫记》《傲慢与偏见》

《基督山伯爵》《追风筝的人》《边城》《消失的
地平线》《平凡的世界》《京华烟云》……

书房外连通着阳光倾泻而下的露台，简
单添置一个小书桌、一把小凳子，这就是她的
世界，是她战胜孤独的“战场”。

“只要有时间，我可以半天读完一本书。
但是最近我想精读一些散文。”孙婉清告诉记
者，她最喜欢《红心番薯》这一篇。

孙婉清说，希望爸妈在前方安心工作。这
几天妈妈在教她蒸煮食物，“饺子、包子、麦
片、粗粮、面条，我可以吃五天，轮着吃，不会
吃腻。”孙婉清自信满满。

她告诉记者，以前她也常常一个人在家，
点外卖或者对付两餐饭不成问题。她为接下
来自力更生的生活状况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如果上前线了，回家会很累，她也可以为妈妈
准备晚餐。

孙鹏在电话中动情地告诉记者，看到女
儿发给他的信，一下子觉得女儿长大了。

“等爸爸回家，我想把这幅拜年帖亲自交
给爸爸。我想和他说，很高兴你可以回来。”孙
婉清有些害羞，“希望爸爸可以抱抱我，我已
经想念这个拥抱很久很久了。”

作为医生的孩子，常常独处和自处，让她
不经意间收获更多的理性与冷静。

也是某一年的冬季，阳光穿过窗玻璃泼洒
进课堂，黑板被映照得光亮，老师用粉笔写下
一个句子，从此印刻在孙婉清的脑海中——
“眼下正是一年中颜色最为单调的季节，目之
所及，四处是裸露的黄色土地，以及遒劲的灰
色树枝，但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左图：孙婉清写给父亲的拜年帖草稿。右图：孙婉清(右)在家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1 月 29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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